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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兒童發展遲緩評估與早期療育源於民國 80年一群關懷智障者家長組

團赴香港觀摩早期療育制度，並積極運作兒童福利法的修定。 終於在民國 82

年通過兒童福利法修訂，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相關條文納入。而後政府中央

部門也成立了跨社政、衛生、教育部會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從此展開發展遲緩兒童鑑定評估的機制與早期療育醫療院所及機構的設立，到了

今日才有遲緩兒童通報與轉介機制、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醫療院所及早

期療育機構、發展遲緩兒童到宅、巡迴輔導、社區據點療育服務及學前階段發展

遲緩兒童托育機構等服務項目，結合了醫療、衛生、教育與社福專業人員以期能

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效果。 

 

在參與兒童發展遲緩評估、療育十多年來，我們觀察到家長面對兒童發展遲

緩這些問題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反應，在此提出與家長們分享： 

 

1. 當發現孩子的發展好像有問題，和別人不一樣，可是又聽老一輩的人

說「大雞慢啼」，所以就一直盼望孩子自己會開口說話，或者否認小孩

有問題兒拒絕就醫。然而卻因此而延遲了評估與治療。其實家長或照

護者是與孩子相處最久的人，可以說是在最自然情況下來觀察孩子的

各種發展的表現，所以當有懷疑時，就近請教小兒科醫師，千萬別抱

著僥倖或排斥的心態而影響治療的機會。 

2. 由於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現在家庭很多是雙薪家族，因而孩子出生

多由家中長輩、親戚或保母照顧，父母反而因工作繁忙而疏於教導，

遂造成孩童在語言、認知落後。甚或在門診評估時，詢問孩童發展史



時，有些父母常常是忘了或不知道。其實政府給寶寶一份很好的禮物，

那就是國民健康署獻給新生寶寶的「兒童健康手冊」，用它來記錄寶寶

從出生到上小學前的成長及健康狀況。其中「家長記錄事項」的發展

狀況，父母親可依年齡將發展狀況依表填寫，那就是寶寶發展史的紀

錄，誠懇的希望每位家長能善用兒童健康手冊記錄孩子的成長。 

3. 當醫師懷疑孩子為發展遲緩時，很多父母的反應是否認或驚慌，不知

如何是好。他們都很想知道，為什麼孩子會發展遲緩，因而轉戰各個

醫院。其實目前對於發展遲緩的個案能夠找到原因只有 25%，而且很多

是無法治療的。對孩子來說，盡速尋找促進孩童發展的方法，要比知

道原因來得更重要。因此，您應該和醫師討論，瞭解目前孩子發展的

狀況，以及訂定療育的目標而開始進行療育，而不要花費時間在懷疑、

否認診斷或輾轉各醫院求診。 

4. 有時當孩童被懷疑為發展遲緩，家長的一方願意接受但其他家人卻無

法接受甚而拒絕治療。當一直無法取得家人的共識，會讓人十分沮喪，

但是要瞭解，這是很常會出現的情況，不是您的問題，而是家人還看

不到問題，這時，您可以邀請家人陪同一起帶孩子去看醫生，徵詢專

家的意見看法，您也可以製造一些機會讓您的家人看到自己孩子和同

齡孩子的差距，如此一家人可以達到共識，也能讓家人在這長長的療

育過程中成為您的支柱。 

5. 我們也觀察到，在日常生活或療育過程，家長因孩童動作較慢或憐惜

孩童常出手幫孩童做事，甚或寵溺，這樣的結果不但剝奪孩子的學習

機會，甚至會養成孩子不負責任的態度。有一些療育尤其是精細動作

的部分，須眼手協調反覆操作，這得孩童自己來，家長應站在協助的

角色，培養孩子學習獨立自主。 

6. 我們在判斷孩童是否是發展遲緩時，常須借助家長的觀察與說明。在

療育過程，家長也是主要的執行者，因為每次療育的時間畢竟有限，



須家長將治療的項目轉化為居家生活的活動以延伸療育。另外，家長

透過日常的觀察與紀錄可以瞭解孩子的發展現況，同時也可以提供給

專業人員做為評估或療育時的參考。然而我們還是會看到家長不積極

參與治療或無故缺席，如此會喪失治療黃金期，誠懇的呼籲家長孩子

的成長只有一次，不要因您的忙碌或不在意而影響孩子的一輩子。 

7. 有的家長在孩童診斷發展遲緩後，抱著療育做越多、做越久愈好的心

態每日疲於輾轉各個醫院做復健。其實復健需要的量多少或者需要其

他認知訓練、團體課程的協助，是要經過評估的。但家長須要體認到

除了復健之外，在日常活動中幫助孩子有自然練習的機會更為重要，

如此才能使治療目標達成。 

 

發展遲緩評估與早期療育是衛生單位一項非常好的政策。學齡前階段是孩童

在認知、語言、動作機能、社交各方面發展的關鍵期，在此階段介入及提供發展

遲緩療育，將障礙程度的降低把殘餘機能發揮極致，是一分治療達十分療效的黃

金期。我們誠懇呼籲家長不要害怕面對，與醫療專業人員充分合作，善用這資源

讓遲緩的孩童能力能提昇至同齡兒童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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